
“京剧”头饰类玩教具的制作及应用

课程
《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与

玩教具制作》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十三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课型 新授课 课时 2 学时

授课对象 21 幼儿保育 1班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

教学内容

分析

京剧，又称平剧、京戏等，是中国十大国粹之一，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为中国

五大戏剧之首。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影响甚广，有“国剧”之称。在 2010

年 11 月 16 日，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

京剧具有综合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在京剧这个艺术整体中，

包含着多种艺术因素。它包文学音乐、歌剧舞蹈，以及杂技、武术、舞美、刺绣等等，将

多种艺术因素综合起来，使它们互相融汇，相辅相成。其中京剧人物的服饰、戏帽、戏靴

等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扭扭棒也叫毛根。外面是毛茸茸的绒毛，绒毛里面裹着细细的铁丝，扭扭棒有各种各样

的颜色，它可以随意弯曲，并且能用剪刀剪断。因为它色彩鲜艳便于造型，其作为手工制

作材料，可实用性强。

通过听京剧、观剧照，让学生深入的感受京剧的魅力。结合京剧基本知识，以京剧戏帽

为切入点，让同学们尝试应用扭扭棒新型材料设计制作一款京剧头饰。京剧头饰玩教具造

型鲜艳美观，设计风格多样化，制作工艺简单易学，对于幼儿感官训练、动手能力的锻炼、

情操陶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幼儿园美术区、语言区、表演区、教育活动中使用

较为普遍。

【学情分析】

优势

1.同学们有一定的手工制作基础，喜欢参与讲、演、做活动；

2.能熟练的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3. 对于“京剧”有一定的见闻。

劣势

1. 对“京剧”文化一知半解；

2.自主学习意识及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升；

3.“京剧”玩教具如何在幼儿园中应用能力薄弱。

【任务目标】

知识
1.品析“京剧”角色特征；

2.掌握“京剧”头饰的基本技法与制作过程。

能力

1.能够用卷、扭、弯、绕等不同方法，表现京剧头饰的造型，设计制作出幼儿喜爱的

“京剧”头饰类玩教具；

2.结合著名京剧选段，尝试将“京剧”头饰应用到幼儿教育活动中。

素养 在了解“京剧”作品价值中，坚定文化自信，体验京剧表演的快乐。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 掌握“京剧”头饰的基本技法与制作过程。

难点 尝试将“京剧”头饰应用到幼儿教育活动中。

【教法与学法】

教法 项目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模块化教学

学法 合作式、探究式、参与式、启发式、

【教学策略】

1.以“调动感性经验，学生主动建构”为主旨，将教学分为课前探究、课中指导、课后拓展三个

阶段，通过超星学习通课前发布任务，各小组结合网络资源探究“京剧”文化内涵及“京剧”类头饰

玩教具在幼儿园教学活动的应用，为教师指导做铺垫。

2. 课中师生互动，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小组代表讲解与展示探究成果，小组自评，

他组点评，教师总评，讲解制作过程中的制作要点。带领学生探讨如何将“京剧”头饰类玩教具应用

到幼儿园活动中。鼓励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提高学生科学领域玩教具制作的实践应用能力。

3.立足学情，设计分层教学活动。根据不同的任务点两次引导学生分组，确保每组至少一位动手

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对于“京剧”头饰类玩教具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形成组内的互帮互助，创

造整体发展机会。

【教学流程】

【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导学、明确任务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主导） 学生活动（主体） 设计意图

环节一

观看京剧名家李胜素

《穆桂英挂帅》选段。

【发布任务】

1. 通过教学平台，发布

京剧名家李胜素《穆

【完成学习任务】

1.小组观看视频，互相

探讨，总结京剧文化。

通过观看微视

频，感受京剧

的魅力，多媒



观视频

增体验

桂英挂帅》选段，让

学生观看视频的过

程中，探讨“京剧”

角色的装扮以及京

剧唱腔身段的艺术

美。

体的使用拓展

学 生 学 习 空

间，加深“京

剧”文化的自

豪感。

第二阶段 课中探究、解决问题

环节二

深思考

探内涵

结合视频内容思考：

1.如何用现代材料

再现传统经典国粹?

让非遗走进我们日常生

活，才是保护、传承非

遗文化最好的打开方

式。

【播放视频】

扭扭棒《京剧头饰》 学生积极参与讨

论后，不同的思考点，

能够使学生相互启发，

以加深对非遗作品“京

剧”头饰类玩教具在幼

儿园教学活动中的应

用。

以问题的解决
为导向，提升
对 非 遗 文 化
“京剧”学习
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对传承
非遗文化“京
剧”的使命感。

环节三

讲文化

展心得

学生分小组讲解课前收

集的传统非遗文化内容

和历史，分享学习心得

体会。

记录小组探究成果的要

点。

讲解传统经典国粹引

出非遗文化“京剧”的

历史，分享学习心得体

会。

在小组任
务讲解中，感
受“京剧”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体验集体
创造的快乐。

环节四

细讲解

详示范

京剧类玩教具的制作 讲解制作要点，示范操

作步骤

认真聆听，并积极

参与思考讨论。

在聆听讲

解与实操训练

中掌握知识，

锻炼技能。



环节五

给指导

提意见

开展作品指导活动

结合不同学生制作过程

中呈现的问题，进行指

导点评。

通过小组探讨制

作，找到制作过程中问

题，结合教师指导逐个

攻克。

学生通过

实 际 动 手 操

作，逐层强化，

不同的思考点

能使学生们相

互启发，加深

对“泥塑”作

品的理解。

环节六

巧应用

明理念

将 “京剧”头饰类玩教具

于音乐舞蹈动作相结合，学

唱《我是小戏迷》，感受京

剧魅力。

结合学生自制“京

剧”类头饰玩教具，学

唱《我是小戏迷》，传承

京剧文化，为其将来踏

入幼师岗位打下坚实的

基础。

认真学唱《我是小

戏迷》，并积极参与互

动。

通过链接

岗 位 能 力 要

求，萌发学生

对传承京剧国

粹的使命感。

第三阶段 课后拓展、助力岗位

环节七

优作品

导实践

作业布置：

各组同学结合自己的“京

剧”作品，优化完善，思考

如何将作品应用到幼儿园

教学活动中，形成活动方

案。

课下收集和京剧相关的脸

谱、云肩等内容。

查看作业完成情况
不断打磨优化各自作
品，形成活动方案及玩
教具实物图片，上传平
台。

将 工 匠 精

神融入到大单

元 教 学 设 计

中，以小见大，

由浅入深，对

于学生初步探

究成果不断打

磨优化，设计

富有创意，学

生乐于参与且

切实有效的学

习活动，培养

学 生 爱 岗 敬

业，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真正实现以师

心育生心，用

生心润童心的

育人目标

【教学效果】



纵观整堂课，我认为本课的亮点在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完

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推动课堂“活起来”，让师资队伍“强起来”，多种课程资源“聚起来”。

把课堂抛给学生、把时间留给学生、把任务引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真正实现以教师为主导，以

学生为主体的多元化课堂。给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

对“京剧”的兴趣，提升了“京剧”头饰类玩教具制作与应用得能力，真正实现课-岗-赛-证-考一体

化的培养模式。

【板书设计】

任务四： “京剧”头饰类玩教具的制作及应用

一、京剧文化

二、“京剧”头饰的制作

三、“京剧”头饰的应用

【教学反思】

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了解“京剧”文化，制作京剧头饰作品，展示京剧头饰作品，应用京剧头

饰作品，带领学生学唱《我是小戏迷》感悟“京剧”的魅力。在“京剧”头饰类玩教具的制作体验中

引领学生提升文化自信。需要关注的是学生在展示制作的过程中，语言不够规范，制作细节把握不到

位，应多给学生创设实践应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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